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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建邦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业绩说明会 

□媒体采访 

□现场参观 

□新闻发布会 

□分析师会议 

□路演活动  

其他（券商策略会） 

二、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 

活动时间：2024 年 1月 3日至 2024年 1月 4日 

活动地点：深圳好日子皇冠假日酒店 

参与单位及人员：华夏基金、泰康资管、泰康公募、广发基金、东方红资

产、景顺长城基金、博时基金、招商基金、富国基金、融通基金、西部利得基

金、务新投资、前海人寿保险、申万菱信基金、东莞证券、西南证券（排名不

分先后）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汝刚先生、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张淑

芬女士 

三、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者关系活动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对问题的回复概要如下： 

问题 1：公司 2023年上半年汽车电子类产品增长较快，预计 2023年全年能

实现多少销售，请介绍下公司汽车电子类产品的布局和发展情况。 



回答：汽车后市场的发展受“保有量”和“车龄”的双效驱动，随着汽车“电

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发展趋势的日益明显，汽车后市场面临新的需

求变革，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从七八年前便开始布局相关汽

车电子类产品的研发。相继向市场投放了 EPB 电机、电子手刹、AGS 主动进气

格栅、毫米波雷达、液晶集成仪表、拖车制动模块等产品。 

2023年上半年汽车电子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1,344.43 万元，同比增长 352.84%，

毛利率 40.54%。公司对汽车电子类产品的销售趋势较为乐观，目前财务正在进

行结账，具体数据公司将在 2023 年年度财务报告中进行披露。 

汽车电子类产品也可归为非易损类零部件，其正常使用状态下并不容易损坏。

但是电子类产品的特点决定了其对撞击、极端天气等非正常状态的耐受度较低，

相对其他品类的非易损零部件更容易损坏。 

公司会不断加大汽车电子类产品的研发力度，不断开发新产品，将成熟产品

不断系列化，把握产品迭代的速度，控制产品投放市场的节奏。除上述产品外，

公司规划后期陆续投放市场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车身盲点监测、行人碰撞保护系

统、车身控制模块等。 

问题 2：公司有无介入生产环节的计划？ 

回答：目前公司有从事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子公司，青岛卡库再制造科技有

限公司在青岛设有工厂，主要从事刹车卡钳、雨刮器总成的翻新再制造。因公司

汽车电子产品品类增多及销售金额的进一步提升，为了进一步加强汽车电子产品

的保密性、安全性，公司规划将部分汽车电子产品的生产由外协变更为自产，目

前正在积极推进中。 

问题 3：公司披露管理 SKU近 3万个，公司如何管理如此多的 SKU型号？

“小批量、多品种、多批次”的供货特点下，如何控制成本？ 

回答：目前公司管理 SKU 近 3 万个，对应公司内部管理号只有几千个，因

内部一个管理号可能对应数个甚至数十个 SKU，原因例举如下：（1）同一主机厂

对不同车型采用平台化生产，不同车型较多零部件是通用件（比如 A 主机厂的

甲、乙、丙、丁四款车存在较多通用零部件）；（2）同一车型不同改款间亦有较

多通用零部件（比如甲车型的 18 款、19 款、20 款存在很多通用零部件）；（3）

不同主机厂的不同车型存在通用零部件（比如 A 主机厂的甲车型和 B 主机厂的



乙车型存在通用零部件）。我们通过对市面所有主流新旧车型进行跟踪研究掌握

了相关对应信息，目前该信息属于公司保密级别最高的信息资产之一。 

因此，面对“小批量、多品种、多批次”的供货特点，我们对产品 SKU 信

息进行整合，统一研制，协同开发，尽量用同一模具实现多 SKU 归集生产，同

时在保密前提下协调代工厂进行集中排产，从而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问题 4：非易损零部件的特点是什么？行业壁垒如何？ 

回答：汽车非易损零部件是指不易损坏、不需要经常更换的汽车部件，其寿

命通常比易损件要长。举几个大家容易理解的产品，比如，制动系统内的刹车卡

钳，传动系统内的传动轴，转向系统内的转向节，电气系统内的感应雨刮电机，

汽车电子类的毫米波雷达等都属于此类产品。而易损件，一般分为两种，一是消

耗性易损件，如汽车保养用产品机滤、汽滤等；二是事故易损件，如保险杠、大

灯、翼子板等。  

通过对比，可直观看出非易损零部件相较于易损件更换频次低，但是技术含

量高，产品更为复杂，更为精密，同时对可靠性的要求更高。同时后市场的非易

损零部件还有“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高要求”的特点，对市场敏锐度、产

品研发能力、供应链管理能力的要求较高，因此其行业壁垒比易损件要高。公司

在汽车非易损零部件领域深耕近二十年，在市场把控、产品打造、供应链管理、

内外部资源整合等方面拥有较宽的护城河。 

问题 5：公司介绍自己属于独立后市场，目前独立后市场发展状况如何？ 

回答：目前全球后市场结构以 DIFM（Do it for Me，由车主自行购买零部件

交由汽修店进行安装）为主，根据 Precedence Research 数据显示 2022 年全球后

市场中有约 54.6%为 DIFM，而 DIY（车主自行购买零部件并安装）模式占比约

23.9%，4S 店或主机厂授权厂商占比最低，约占 21.4%。DIFM 和 DIY 模式是美

国最为流行的汽车维修保养模式，这一点与国内后市场模式具有较大差异。全球

汽车独立后市场规模预计 2023 年全年将达到 7,847.1 亿美元，随着线上销售渠道

的发展成熟，Precedence Research 预计到 2030 年汽车后市场规模将达到 11,670.9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5.5%。 

国内独立后市场以 DIFM 模式为主，整体市场格局较为分散。相较于欧美地

区许多车主倾向于从汽配厂商购买相关零部件进行 DIY，国内车主更加倾向于



IAM（独立第三方门店）或到 4S 店进行维保，但由于多数国内汽车质保期限仅

有三年，超过质保后汽车在 4S 店的维保费用将大幅提升。同时，汽车维修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及时性的要求，当汽车出现故障时车主往往会选择较近的维修

点，且对维修周期时长有着较高要求。因此，性价比较高的 DIFM 模式成为国内

独立后市场的主导力量。 

同时，国内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在当前采用直营零售方式进行车辆销售，不采

用传统燃油车 4S 代理销售模式，新能源汽车售后可能难以满足未来持续增长的

维保需求，因此许多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开始通过与连锁 IAM 门店进行授权合作，

以此来保证其售后服务能力，这也有助于独立后市场的发展。目前国内 IAM 渠

道的市场份额正在提升，而 4S 门店的份额正在逐步被压缩，根据灼识咨询数据，

2022 年中国汽车服务市场 IAM 渠道规模约 6,703 亿元，份额占比约 48.9%，自

2018 年以来呈上升趋势，预计未来份额将进一步提升，到 2027 年 IAM 渠道份

额将达到 55.7%。 

公司积极迎接和应对国内后市场的利好变化，公司 2020 年开始便陆续与国

内知名汽车零部件连锁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包括三头六臂汽配、康众汽配、途虎

养车、开思汽配等，建立专门国内销售队伍，持续加强国内市场布局。此外，公

司积极布局线上销售 B2C，打造自有品牌。公司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布局自

营线上门店拓曼汽配，通过零售方式直接对接 C 端消费者，构建产品全销售渠

道。 

问题 6：公司毛利率和净利率不断提高的原因是什么？ 

回答：公司本年度毛利率和净利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新

产品投放方面，前几年布局的产品陆续投入市场；新产品，特别是汽车电子产品，

科技含量提升，附加值高，毛利率相应提高。（2）优化供应链方面，公司持续优

化供应链，加强对供应商的管理，同时，从技术上帮助供应商降低成本，引导供

应商进行循环降价，对我司毛利率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3） 内部管理方面，

公司积极推进 “阿米巴经营”，全员贯彻“销售最大化、费用最小化”理念，努

力提高单位时间附加值，坚持数字化经营，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降本增效效果

明显。 

问题 7：公司有无前装规划？ 



    答：公司目前产品全部供应汽车后市场，不排除公司以技术含量较高的汽车

电子类产品进入前装 OEM 市场的可能。  

问题 8：公司在营销端有哪些渠道？ 

答：公司目前销售策略为境内境外协同，线上线下协同。主要销售渠道有：

（1）境内外线下经销商、分销商；（2）境内外汽配、汽修连锁企业；（3）以线

上业务为主的电商类客户；（4）汽配城等传统渠道等。 

问题 9：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对公司有无影响？ 

回答：目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较低，传统燃油车的市场保有量巨大，对非

易损零部件的需求依旧处于递增的状态，中短期看汽车后市场非易损零部件领域

不会有较大的变动。新能源车的特点是机械件变少，电子化复杂程度越来越高，

对此，我司已提前进行了布局，在汽车电子方向上大量投入，积极布局软硬件结

合产品的研发，部分产品已开始量产，积极推进产品的迭代升级。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会带动汽车后市场汽车电子类产品需求的提升，可

能会推动我司汽车电子产品销量的进一步提高。 

特此公告。 

 

青岛建邦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01月 08日 

 


